
法規名稱： 檢察機關打擊民生犯罪專案實施計畫 ( 民國 97 年 5 月 

19 日 修正 )  

壹、目的 

    為積極加強查緝與民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之犯罪行為，免除因犯罪行 

    為造成民眾食衣住行之恐慌，確保民眾安居樂業；並為防制電話詐欺 

    恐嚇犯罪氾濫，損傷政府公權力與公信力，貫徹「全民拚治安」之政 

    策，特訂定本方案，據以實施。 

貳、依據 

    依行政院  謝院長於 94 年 2  月 4  日行政院第 25 次強化社會治 

    安專案會議提示及部長於 94 年 2  月 1  日、16日、同年 3  月 2 

    日部務會報等指示辦理。 

參、民生犯罪之範圍 

一、甲類民生犯罪： 

 (一) 使可對民眾生命或身體造成危害之食品、藥品或日常用品流入市面 

      ，因而造成民眾恐慌之犯罪行為。 

 (二) 重大竊盜犯罪：侵入住宅竊盜及汽車竊盜、擄車勒贖行為 

 (三) 以犯重利罪為常業之地下金融業者或集團。 

 (四) 受託催討債務而以暴力或其他足以構成犯罪之手段，對借款人催款 

      或討債之個人或集團。 

二、乙類民生犯罪： 

    以電話、簡訊等方式進行詐欺、恐嚇之犯罪行為。 

肆、偵辦機制 



一、甲類民生犯罪： 

 (一) 各第一類地方法院檢察署應成立「打擊民生犯罪專案小組」 (由機 

      動專組、肅竊專組、查緝不法藥物小組等負責或與其他專組結合) 

      ，並指定主任檢察官一人為召集人，負責對外連繫；其餘各地方法 

      院檢察署應考量人力調配，自行決定是否成立專組、結合其他專組 

      或指定 2  至 3  名專責檢察官辦理。 

 (二)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成立「打擊民生犯罪督導小組」辦理下列事項 

      ： 

      1.督導、調度、協調、聯繫及支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打擊民生 

        犯罪案件。 

      2.由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擔任召集人，邀集本部調查局、內 

        政部警政署、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行政院衛生署、農業委 

        員會等機關，及消費者保護基金會等民間團體共同參與。 

      3.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協商前揭相關機關或團體，分別設置單一聯 

        絡窗口，進行橫向連繫。 

      4.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打擊民生犯罪專案小組」所需其他單位配合 

        事項或偵辦困難之處，於協調各該轄區相關機關後仍無法獲致協 

        助或解決者，向本小組提出需求，由本小組協調各相關機關聯絡 

        窗口予以協助或派員支援。 

      5.各相關機關或團體於發現可疑涉及民生犯罪之個案時，宜逕洽各 

        轄區地檢署之打擊民生犯罪專案小組，若涉及跨越轄區之案件， 

        宜連繫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之聯絡窗口後，由該署指定主辦之檢 



        察署。 

      6.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應視業務需要，不定期召開專案會議，必要 

        時得指派所屬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打擊民生犯罪專案小組」人員 

        ，或邀請其他相關消費者保護機關、民間團體派員出席。 

二、乙類民生犯罪： 

 (一) 訂定發布「偵辦電話詐欺恐嚇犯罪實施要點」 

      依本部訂定發布之「偵辦電話詐欺恐嚇犯罪實施要點」，結合各相 

      關部會全面掃蕩電話詐欺恐嚇集團犯罪。 

 (二) 成立各專組及召開專案會議 

      1.成立「查緝電話詐欺恐嚇專案小組」 

        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成立「查緝電話詐欺恐嚇專案小組」，積極迅 

        速嚴辦此類案件。 

      2.成立「查緝電話詐欺恐嚇督導小組」 

        最高法院檢察署成立「查緝電話詐欺恐嚇督導小組」。 

      3.本部檢察司派員參加內政部及交通部每月召集一次之「反詐騙聯 

        防平臺」會議。 

 (三) 「查緝電話詐欺恐嚇督導小組」由檢察總長召集台灣高等法院檢察 

      署、本部調查局、內政部警政署、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 

      局、交通部電信總局等機關單位，結合檢、警、調、金融及電信等 

      機關進行跨部會協調統合工作。 

 (四) 「查緝電話詐欺恐嚇督導小組」負責對外協調及對內支援。對外協 

      調方面由本部調查局、內政部警政署、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銀行局、交通部電信總局等機關分別設置單一聯絡窗口，負責其機 

      關內之事務協調，以利本小組之統合及運用；對內支援方面由各地 

      方法院檢察署「查緝電話詐欺恐嚇專案小組」將所需金融、電信等 

      相關資料及其他配合事項，於協調各該轄區相關機關後仍無法獲致 

      協助或解決時，向本小組提出需求，由本小組協調各相關機關聯絡 

      窗口予以協助或派員支援。 

 (五) 最高法院檢察署置執行秘書一人，就前項請求協助事項負責協調聯 

      繫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與各機關間之相關配合事項。 

伍、具體作為 

一、各地方法院檢察署之檢察長，應隨時注意媒體報導，於發現可疑對民 

    眾生命或身體可能造成危害之食品、藥品或日常用品已流入市面或有 

    流入市面之虞時，應即時指派專組或專責檢察官蒐證調查。 

二、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受理行政或警察機關移送或報告有關民生犯罪之案 

    件，檢察長應指定由專組或專責檢察官辦理。 

三、各「打擊民生犯罪專案小組」檢察官或專責檢察官，承辦對民眾生命 

    或身體可能造成危害之食品、藥品或日常用品之案件時，應積極追緝 

    來源，採取必要措施，防範尚未查扣之物品流入市面；承辦重大竊盜 

    案件時，應抽絲剝繭深入調查有無共犯及是否屬竊盜集團，並應追查 

    贓物下落，查明銷贓管道，採取必要措施，以防範被告隱匿贓物。 

四、各「打擊民生犯罪專案小組」檢察官或專責檢察官承辦電話詐欺嚇案 

    件時，若發現係以人頭名義申請金融帳戶或電話號碼時，應積極追查 

    其幕後之共犯，務求將共犯一網打盡，並於進一步查明如何取得被害 



    人資料專線，追查洩漏者之責任。 

五、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應主動聯繫司法警察機關，對轄區內可疑涉有暴力 

    或其他非法行為之討債或受託處理債權，或可疑涉及竊盜及銷贓個人 

    或集團進行訪查及了解，事前防範危害民生犯罪之發生；對可疑已涉 

    及常業重利、暴力、非法討債、重大竊盜行為之個人或集團，應主動 

    分案積極偵辦。 

六、承辦檢察官對於已造成民眾恐慌或已發生實際危害之民生犯罪行為， 

    應注意聲請羈押，並主動要求到庭陳述意見。如認有具體求刑之必要 

    ，應於起訴書中就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情狀事證，詳細說明求處該刑 

    度之理由，並依情節請求法院宣告保安處分；案件於法院審理時，公 

    訴檢察官除就事實及法律舉證證明並為辯論外，並應就量刑部分，提 

    出具體事證，表示意見。判決結果若與求刑有重大落差時，並應積極 

    提起上訴。 

七、承辦檢察官偵辦民生犯罪案件時，應注意是否屬犯罪組織，積極縝密 

    究明所有發起、主持、操縱、指揮、資助及參與犯罪組織者，務使犯 

    罪組織徹底瓦解，以免死灰復燃。 

八、承辦檢察官偵辦民生犯罪案件時，應依刑事訴訟法或其他法律之規定 

    積極查扣被告之犯罪所得（包括金融存款、保險箱等），及供犯罪所 

    用之物（包括犯罪工具、機器設備、原料、物料運輸車輛等），並於 

    起訴及公訴蒞庭時要求法院宣告沒收該犯罪所得及供犯罪所用之物。 

九、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對於偵辦中之民生犯罪案件，認有助於維護社會治 

    安、安定人心、澄清視聽、防止危害繼續擴大者，得依「檢察、警察 



    及調查機關偵查刑事案件新聞處理要點」之規定，適時、適度發布新 

    聞。 

陸、考核 

一、甲類民生犯罪案件，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應每二月將辦理成效，報予臺 

    灣高等法院檢察署進行彙整後，陳報本部。 

二、乙類民生犯罪案件，最高法院檢察署應要求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按月上 

    、中、下旬將電話詐欺恐嚇案件之偵辦情形陳報列管。 

三、各檢察署對於辦理打擊民生犯罪著有功績之人員應予敘獎，並納入年 

    終考績之重要參考。 

四、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打擊民生犯罪績效，將列為各地方法院檢察長 

    及檢察署年度考評之主要參考項目。 

 

 


